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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学名词

建议恢复“ !"##$%&”的并列译名“ 点阵、格子”

吴! 自! 勤
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理学院! 合肥! $"%%$(）

! ! 最近，中国物理学会第 ) 届名词工作委员会在《 物理》

$%%& 年 " 期 $$) 页发表文章，希望“ 大家都来关心物理学名

词工作”* 同时《物理》还发表王正行教授的文章，建议“ 测不

准”与“ 不确定”二词并用* 本文响应上述号召，提出恢复

“ +,--./0”的并列译名“ 点阵、格子”的建议，供这一届名词工

作委员会参考*
北京大学出版社 $%%$ 年出版的《 英汉物理学词汇》和

’12&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英汉物理学词汇》相比，有很大的

进展，但是对个别词汇、如“+,--./0”的处理上似乎还值得商榷*
$%%$ 年版《英汉物理学词汇》的序言中说：英文“ +,--./0”

一词有“ 点阵”与“ 格子”双重含义*“ /345-,+ +,--./0”原译为

“晶体点阵”，而凝聚态物理学界则习惯称“ 晶格”，⋯⋯本次

订名，在晶体学中，⋯⋯/345-,+ +,--./0 取“晶格”而废弃“ 晶体

点阵”* 本人认为将 +,--./0 的译名“点阵”废弃的处理不太合

理，理由如下*
首先，在汉语中的“ 点阵”与“ 格子”可以得到直观的描

绘，以二维空间为例，点阵可以描绘成平面上许多点的二维周

期性阵列，而格子则可以描绘成两组相交的等间距的直线族

对平面的分割* 在一维和三维空间中点阵和晶格可以类似地

描绘*
按照基泰尔《固体物理学导论》中的定义：“晶体结构 6

点阵 7 基元”可知，点阵是从晶体结构中找到几何上相同的

基元（原子或离子团）后用一个代表点替代基元而形成的*
例如在氯化钠晶体中基元可以是左边的钠离子、右边氯离子

这一对离子，以它们的中点（ 或其他的等同点、如钠离子核

等）为代表点，得到一个面心立方点阵* 类似地，可以把 8+、
9:、8;、8: 等金属的一个原子取为基元，把金刚石中距离最

近的一对 9 原子取为基元，得到同样的面心立方点阵*
把晶体结构抽象成为点阵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晶体结构

的周期性或它的平移对称性，为此需要将点阵延伸到无限*
这样，取定点阵任一阵点为原点以后，原点到任一点（包括原

点到原点）的矢量（ 包括零矢量）就是一个平移对称操作矢

量* 所有这些无限多的平移对称操作组成一个平移群* 所有

平移对称操作矢量是平移群的元素* 按平移对称操作矢量操

作后，晶体结构和原先的晶体结构重合，说明晶体结构具有

平移对称性* 平移群的元素满足群论对群的公理要求，例如

任意两个平移对称操作相继操作后得到的第三个平移对称

操作仍是平移群中的另一个元素，等等* 于是上述离子晶体、

金属晶体和金刚石晶体具有一种相同的平移群———面心立

方点阵*

由此可见，点阵是平移群的几何表示* 如果要把平移群的

所有平移对称操作矢量从几何上表示出来，只需要从任意选

定的原点出发画出到达所有阵点的无限多个矢量就可以了*

为了定量描述平移对称操作矢量 !，可以将它表示为：

! 6 !" 7 "# 7 #$
这里 "、#、$ 是三个不共面的基矢，!、"、# 是整数（ 可正可负，

可以为零）* 以基矢 "、#、$ 为边组成的平行六面体可以称为

元胞* 平行六面体的 ) 个顶点上有阵点，但每个阵点被相邻

的 ) 个平行六面体共享，因此元胞只含有一个阵点* 这种平

移群的定量表示方法有无限多个，因为三个不共面的基矢

"，#，$ 的选择方法有无限多个*
直到此处实际上还不需要格子（ 或晶格）的概念* 引入

三组和 "、#、$ 三个方向平行的、通过所有阵点的直线族才形

成三维的格子* 因此，同一个点阵可以划分成无限多形式上

不同的格子*
为了和晶体的宏观对称性（ 点群对称性）相对应，可以

把点阵区分为 ’# 种布拉维点阵（ 或格子、或晶格），此时 "、

#、$ 首先按宏观对称性和其他晶体学要求选定（ 如按立方晶

系选定 " % # % $ 并互相垂直）* 此时上述对称操作矢量 ! 的

表达式中的部分系数也可以是整数加 ’ < $，这相当于除了只

有顶点上有阵点的简单晶胞之外出现了带底心、体心或面心

的晶胞（如立方晶系中包含简单立方晶胞、体心立方晶胞和面

心立方晶胞）* 在带底心、体心或面心的点阵中三个方向上的

平行直线族不通过底心、体心或面心的阵点* 顺便提一下，这

里已把按宏观对称性要求和其他晶体学要求选定的平行六面

体称为晶胞，以便和前面的只含一个阵点的可以任意选定的

平行六面体（元胞）区别* 当然，不带心的晶胞也是一种元胞*
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，“ 点阵”是初基的、唯一的、比

较抽象的，而“ 格子”则是派生的、多样的、比较直观的* 当

然，国际上只有一个 +,--./0，而且它在生活中的意义是格子

（如窗格子）* 但从基泰尔《 固体物理学导论》中的定义可以

看出，物理上如果只取一个译名，为了说明晶体的周期性或

平移对称性，这个译名应该是“点阵”* 考虑到晶格比较直观

并已在中国物理学界流行，将译名“ 晶格”引入也是合理的*
但从学术上看（ 点阵是晶体平移群的几何表示），从晶体结

构抽象成点阵的过程看（ 在这个过程中不出现“ 格子”所需

的三维的平行线族），还是应当侧重“ 点阵”，看来这是 ’12&
年版《英汉物理学词汇》为“ +,--./0”引入两个并列译名、并把

“点阵”放在前面的原因* 总而言之，建议恢复“ +,--./0”的并

列译名“点阵、格子（或晶格）”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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